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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住宅新典範 臺北市立行愛住宿長照機構開幕 

導入尖端科技管理 北醫打造智能長照生態圈 

圖說：臺北市政府委託臺北醫學大學經營的臺北市立行愛住宿長照機構開幕，結合北醫大                                                                                   

一校六院的資源，打造富含北醫大特色的健康服務系統。 

智慧長照，北醫領航。歷經 4年籌備，由臺北市政府委託臺北醫學大學經

營的臺北市立行愛住宿長照機構 5月 2日開幕，為北醫大體系設立的首家住宿

型長照機構；不僅導入智慧床墊、電子尿布、智慧圍籬、人臉辨識等智能設

備，並與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就醫資料整合及提供 24小時遠距醫療服務，打

造嶄新智能長照模式。 

坐落於內湖行善社會住宅的行愛住宿長照機構占地 847坪，共設有 79床，

提供設籍於北市連續一年以上之 65歲以上，包含中重度失能、長期臥床具有管

路、造廔口等護理需求之住民，24小時住宿照顧服務。 

臺北醫學大學陳瑞杰董事長表示，台灣面臨「雙老」挑戰，人口與房屋均

步上高齡化趨勢，長者的醫療照護日益受到重視。為此，北醫大體系於 112年

進駐關西亞洲健康園區，成立北醫樂齡診所，提供高齡健康宅住民高品質的醫

療服務；此次特別感謝臺北市政府的指導與協助，讓行愛住宿長照機構順利落

成，也為明年即將開辦的六張犁社會住宅日間照顧中心奠定基礎，打造北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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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長照生態圈，讓不同需求的民眾都有高品質的照護。 

圖說：臺北醫學大學陳瑞杰董事長表示，臺北市立行愛住宿長照機構為北醫大體系首家住 

宿長照機構，希望打造北醫的智能長照生態圈。 

臺北醫學大學吳麥斯校長指出，行愛住宿長照機構是北醫大體系重要的里

程碑，象徵體系正式由醫療體系拓展為健康照護體系；機構結合北醫大一校六

院的資源，打造富含北醫大特色的健康服務系統，在機構安全、病人照護、資

訊整合等面向上，皆引進多項智能設備，例如北醫附醫遠距醫療團隊進駐，都

是特色之一。 

圖說：臺北市立行愛住宿機構導入北醫附醫遠距醫療資源，提供零時差醫療照護。圖為臺 

北市政府蔣萬安市長體驗遠距醫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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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附醫暨行愛住宿長照機構施俊明院長表示，行愛住宿長照機構整體空

間寬敞明亮，透過尖端智能設備的導入，打造新世代長照機構；機構位於行善

社會住宅內，另規劃百坪的行愛幸福學苑，提供機構住民復健運動、規劃社區

活動，鼓勵公宅與機構住民間的雙向互動，盼能建構讓青銀共融、共享、共好

的全新住宅。 

 

 

 

 

 

 

 

圖說：臺北市立行愛住宿長照機構整體空間寬敞明亮，透過尖端智能設備的導入，打造新 

世代長照機構。 

行愛住宿長照機構邱美萍主任說明，少子化趨勢下，人力需求是大型長照

機構的挑戰之一，機構特別導入多項智能裝置，包括在最重要的門禁管理上，

除了透過人臉辨識與智慧圍籬系統進行出入口管制外，更採用最新型的床邊照

護 TOF感測系統，掌握住民動態。特別的是，該裝置利用紅外線感知元件，無

須穿戴任何設備，就能透過熱成像判斷住民狀態並提出警示，影像僅顯示輪廓 

，同時兼顧安全、隱私與降低照護人力等需求。 

    邱美萍主任表示，除了出入安全外，住民的健康更是管理重點，包含透過

智慧床墊即時掌握住民臥床時間與離床警示；利用智能尿布紀錄住民每日的排

泄狀況外，還可以警示排泄異常狀況並避免泌尿道感染，重點是可減少 9成以

上的尿布廢棄物，達到環保永續的目的。此外，導入電子白板，不僅讓住民的

健康資料便於管理，更可以減少照護人員的交班時間，打造友善長照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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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臺北市立行愛住宿長照機構採用最新型床邊照護 TOF感測系統，利用紅外線感知 

 元件，透過熱成像判斷住民狀態並提出警示，影像僅顯示輪廓，同時兼顧安全、隱私與     

 降低照護人力等需求。 

資訊整合與遠距醫療是另一項亮點。北醫附醫張詩鑫副院長指出，未來若

住民前往北醫體系就診，系統將會整合串接包含門診資料、檢驗結果、醫師巡

檢報告及機構照護資訊等內容，即時掌握住民最新健康狀況。同時，北醫附醫

遠距醫療團隊也 24 小時待命，透過腹部超音波、五官鏡或心律手環，安排醫療

專科醫師會診並提供建議，達到零時差的醫療照護。 

圖說：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遠距醫療團隊 24 小時待命，即時掌握行愛住宿機構住民最新 

      健康狀況。 


